
“温州一村人”火了。
工地保安的表演者是村里的网格员，

工地主任的表演者是村里开电脑店的……
这些和原本身份相去甚远的角色，在韩埠
村村民的刻画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入戏”了。

这几个月来，永嘉韩埠村村民自导
自演的“温州一村人”系列土味短视频，
走红网络，其中热度最高的一条短视
频——《温州人的人情世故》播放量突
破560万，点赞数达8.4万。

视频热度不断攀升的同时，也让当
地的这一群“戏精”村民走进了公众的
视线。人们不禁好奇，一个小村庄为何
会拉着村民拍戏，“走红网络”的背后蕴
藏着怎样的流量密码？近日，记者走进
韩埠村，一探究竟。

在韩埠村口，记者遇到了“温州一
村人”的导演黄焕然。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黄焕然是
永嘉人。去年9月在韩埠村党总支书
记林游的邀请下，回到家乡参与村里抖
音账号的运营工作。据了解，教玩具产
业是韩埠村的支柱产业。近年来，该村
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将直播间搬进村办
公室，引导村民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网
店100多家，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
超百万元。“如今短视频平台兴起，我们
也想多一条渠道展示乡村特色产业，促
进村民增收，因此萌生了让村民拍戏的
想法。”林游告诉记者。

学习舞台戏剧表演专业的黄焕然，
如今承担起剧组中的编剧、导演、拍摄、
后期剪辑等工作。

“稍等，我把今天的道具准备一下。”
黄焕然麻溜地从村委会搬出一张方桌、
一把椅子，往边上的工地一摆，便组成了

“温州一村人”的一个片场。这里也是
“温州一村人”首个“爆款”短视频——

《温州人的人情世故》的诞生地。
不一会儿，村民林德金和姚呈洁也

戴好安全帽、换好服装来到现场。在剧
本中，他们拥有另外的身份——保安阿
金和姚主任。

14时，视频准时开拍。
作为最早加入“温州一村人”拍摄的村

民之一，林德金起初并不想演，觉得太难为
情，“没经验而且形象不好，段子也看不懂”。

林德金身有残疾，走路有些跛脚，
50多岁至今是单身。他是土生土长的
韩埠村人，村里人碰到点事都会找他帮
忙，“黄导说这场戏就缺一个男演员。
那我想，就试试吧。”

巧的是，林德金的第一场戏是与相
亲有关。面对镜头的害羞、紧张，正好
映衬了相亲的氛围。短视频发布后收
获了10万+的播放量。“憨厚老实”“有
点可爱”，在评论区，网友不吝表达了对
阿金的喜爱。

受到鼓舞的林德金也逐渐卸下心
里的包袱，变得自信起来，在镜头前状
态进入得很快，有时还能帮着黄焕然指
导其他村民拍戏。看不懂的段子也不
再是障碍，“用黄导的话讲，‘跟着演就
是了，拍完你就能明白’。拍戏很快乐，

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开心就好。”
慢慢地，“温州一村人”的演员从最

初的三四人，增加到30多人。如今不仅
拍戏的人多了，片场看戏的人也多了。

嘴瓢、忘词，抑或是无意间的加戏，
都会令片场的一众人忍俊不禁。戏里戏
外洋溢的是“嘻嘻哈哈”的大笑声。“以前
大家都各干各的，哪里能想到会聚在一
起拍戏，还这么欢乐呢？”当地人感叹道。

在“温州一村人”短视频账号的后
台可以看到，粉丝分布的地域除了榜一
的浙江，还有广州、江苏、江西等地。

同款关注也体现在林德金身上：路
过菜市场，卖菜的摊主会喊“阿金！”；走
在村街巷口，看到林德金的村民会问一
句“今天要拍啥”。

“温州一村人”悄然走火的同时，剧
内的“姚主任”“保安阿金”“毛线姐”等
角色不断出圈。凡是刷到过短视频的
人见到“戏精”村民本人时，都会下意识
地喊出他们剧中的角色名字，主动打招
呼以及拍照合影。村民们着实体验了
一把晋升网红的体验。

如今，短视频的热度已经从纯看热
闹到有了实际收入。

这几天，姚呈洁算了一笔账，蹭着

“姚主任”的热度，他在韩埠村的联讯电
脑店，这 3 个月同比营业额增长了
30%，年初的订单排到了现在。

饰演“毛线姐”的董益丹，因接地气
的称呼配上她快嘴的形象，被经纪公司
签下，成为一名主播。

拥有百万粉丝的直播带货团队主
动找上门来谈合作，目前已入驻韩埠村
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邀请“戏精”村民
一起参与直播带货。

“温州一村人”的粉丝数突破2.3
万，来村里的“陌生人”变多了，有“挤破
脑袋”报名参演的，还有来打卡短视频
取景地的……

这样的网红效应，在浙江的许多乡
村其实已有了不少案例。瑞安的“小英
夫妇”，在田埂间跳舞，自信而铿锵的舞
步一下走红网络。在他们的小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无比快乐的农村生活状态。
临安的90后陈柳，在家乡的山核桃树
下，以大地为舞台，以太阳为灯光，将积
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农村创业的艰辛快
乐展现出来，吸引粉丝近百万。

“乡村之所以美，正是因为有这样
一群充满活力的村民。”在黄焕然的镜
头下，村民是生动的、鲜活的。他只是
通过拍戏的方式，捕捉着乡土间的活
力，挖掘村民质朴的潜力。

对于未来，韩埠村的村民还有更多
的想象——

林德金说，等“温州一村人”名气再
大些，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他就可以
出去旅游，到自己没去过的地方看看。

姚呈洁最近疯狂刷起别人的段子
视频，希望再加强下自己的演技，“千万
不能把招牌演砸了”。

黄焕然也计划着为村民们量身定
做“个人 IP”，“等到
村民人人成为网红，
韩埠村就能成为网
红村，我们就可以拍
更多的故事了。”

“温州一村人”系列短视频走红网络

土味与人情催生大流量
本报记者 谢甜泉

2023年3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亦盈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

2023年3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亦盈 联系电话：0571-85310479 邮箱：zjrb@8531.cn4 要闻

本报讯 （记者 李茸 共享联盟·
南湖 许颖佳 孔莉宏）3月往往是嘉兴
南湖高新区（嘉兴科技城）人才公寓申请
的高峰，经历春节后一拨“抢人”大战后，
企业和人才都来了。然而，人才服务一
站式受理窗口的工作人员杨英却发现，
今年窗口排队的人明显减少了。

来现场的人少了，办事效率反而高
了。通过新开发的数字化系统——人
才公寓e管家，春节以来，杨英已给超

100位人才办理了公寓入住、续租手续。
嘉兴南湖高新区（嘉兴科技城）是南

湖区科创主平台，这些年发展迅速，先后
建起英才、芯海等9处人才公寓，共计
1700余套房屋，直接服务周边5000多
家企业。由于人才公寓的物业管理方不
同，而人才公寓的入住需要人才、企业、
物业、主管部门多方参与，且租期短则1
个月，长则好几年，往往存在企业多次
跑、办结速度慢、人才体验不佳等问题。

为此，去年底，嘉兴南湖高新区（嘉
兴科技城）开发的人才公寓e管家系统
上线测试，人才、企业、财务、物业和主管
部门间材料流转全部实现电子化，实现
申请、选房、入住、续租、退租、缴费全流
程线上办理，让人才和企业“零次跑”。

张钰是浙江隐齿丽医学技术有限
公司的行政专员，她的感受很直观。以
前为了服务好人才，都是她跑腿：先将
申请表、学位证、劳动合同、企业营业执

照等资料准备好，跑去窗口办理，再去
对应的公寓选房、办手续。有时一次申
请的公寓多、点位分散，一天都办不
完。如今全程电子化，只需要在电脑端
操作，快的话几分钟就能通过，可以实
现上午申请中午入住。

记者在系统里看到，每处公寓的
入住人数、企业数、空置房间数等情况
一清二楚，且实时更新。嘉兴南湖高
新区（嘉兴科技城）相关负责人还给记
者特别推荐了“线上选房”功能，选择
空置的具体房间，能看到布局、内景图
等。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让人才少
跑腿，一方面也能让房源管理更科学。

据统计，系统自去年底上线测试以
来，已有400余位人才办理了相关业务。

南湖区上线人才公寓e管家

上午申请公寓，中午就能入住

本报讯 （记者 李华 通讯员
宋哲南 陶颖）经过一年多的区域试
点，近日，宁波市“放心充”消费服务平
台正式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运行，为预付
式消费保驾护航。

预付式消费对拉动内需具有积极
作用，但近年来，商家“跑路”等原因导
致的消费纠纷日渐增多。

为规范预付式消费市场、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2021年8月，宁波市消保
委、市商务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第三
方机构参与宁波市预付卡资金日常管
理的通知》，鼓励、支持第三方机构参与
到宁波市单用途预付卡资金日常管理
工作中。同年10月，两部门牵头建设
的“放心充”平台上线试运行，探索对平
台入驻企业预付卡资金进行源头监管。

“消费者通过‘放心充’平台充值的资

金不会直接进入商家账户，而是进入商家
在银行开立的监管专户。只有消费者实
际产生消费并确认核销，平台向监管银行
发送指令后，相应资金才会从银行监管账
户划拨给商家基本户。”宁波市消保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还能将商家备案、
日常发卡及经营情况等数据共享至政府
监管平台，为行业监管提供支撑。

据统计，试运行初期有18家连锁
企业及其门店入驻“放心充”平台，涵盖
美容美发、餐饮美食、水果生鲜、生活服
务等行业。后期，按照资金监管政策要
求，引入95家教育培训机构，至今已累
计交易近 5 万笔，涉及监管资金近
2700万元。

宁波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放
心充”平台采用预付资金百分百纳入监管
的模式，将从源头堵住预付式消费漏洞。

“放心充”消费服务平台正式运行

宁波预付式消费有了“看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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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预付式消费有了“看门人”

本报讯（记者 郑文 通讯员 周素羽
王蕊 朱诗意）日前，在景宁县沙湾镇
卫生院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诊室里，
77岁的村民柳育余正在驻村医生雷叶
华的帮助下进行远程会诊。两块大屏
幕上，一位是景宁县人民医院院长助
理、主任医师兰卫明，另一位是身处杭
州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
科主治医师李帅。

柳育余患高血压20多年。雷叶华
一边通过可视化对讲系统介绍柳育余的
基本情况，一边将病历资料上传至云诊
室平台，视频中的两位县级、省级医生同
步在线调阅资料，经过仔细问诊和综合
评估，给出了用药指导和健康管理建议。

和医生约好了复查时间，柳育余乐呵
呵地对记者说：“现在，不光不出村就能看

病，还能看上杭州的专家，真是太好了。”
为了让偏远山区也能享受到优质

医疗服务，在推进医疗卫生“山海”提升
工程中，去年，浙大一院与景宁县人民
医院开通双向会诊功能，成立丽水市首
个医共体云诊室试点，并作为建设样本
在全市推广。

“云诊室通过数字化平台，把专家
‘请’到群众‘家门口’，让患者尤其是老
年患者，足不出村就能享受到县级甚至
省级医疗服务。”景宁县人民医院（县域
医共体）党委书记梅明荣告诉记者，乡镇
卫生院医生可以通过云诊室电脑，或者
在村民家中随访时登录“景医云诊室”手
机小程序，向景宁县人民医院、浙大一
院等上级医院发起实时视频会诊。通
过平台，专家能够完成疾病诊断。

景宁实现云诊室全覆盖

山区群众家门口请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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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群众家门口请来专家

3月16日至20日晚，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浙江婺剧团）陈美兰新剧目创作团队送戏
下乡，来到“李渔故里”兰溪市永昌街道瑞溪村演出。“梅花奖”得主杨霞云、楼胜和“白玉兰”
主角奖得主陈丽俐带来《白蛇传》《绣福记》《闹花台》等经典婺剧，吸引近10万名戏剧爱好
者来看戏。 本报记者 薛文春 金思成 共享联盟·永昌 方一丹 拍友 胡雪峰 文/摄

本报讯 （记者 王丹静 通讯员
朱文杰 陈燕婷）近日，余姚市梁弄镇
返乡创业青年黄玲通过扫村口的“户廉
码”，将诉求和问题反映给了“清廉守护
人”，关于建民宿手续的所有疑问迎刃
而解。“清廉守护人”，即由“守护人”发
动和联系党员，并由每名党员联系6户
农户，做好重要事项传达、意见收集反
馈、矛盾纠纷化解、结对共建帮扶等工
作。去年以来，当地探索清廉微网格模
式，全镇已有480名“清廉守护人”，打
通基层监督的“最后一米”。

余姚市纪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制
度在梁弄镇横坎头村探索，形成覆盖到
位的基层廉治网格体系，仅该村就有

“清廉守护人”26人。

在梁弄镇与横坎头村两级纪委的
指导推动下，“清廉守护人”深入田间地
头、农户家中，收集问题线索，靠前处置
化解各类矛盾和信访问题。在梁弄镇
各个村，家家户户门前都张贴了“户廉
码”，扫一扫就可以将诉求和问题反映
给镇纪委，实现在家门口“码”上监督。

梁弄镇纪委在收到群众反映后，根
据问题性质即收即办，对于不涉及干部
违纪问题的，交由村级结合实际进行处
置，将处置结果及时上报镇纪委，并由
联系该户的“清廉守护人”上门做好答
复与解释工作，实现“群众问题反映—
处置—反馈”的高效闭环管理。截至目
前，梁弄镇10660户已安装“户廉码”，
依托该平台办结问题诉求34起。

余姚探索清廉微网格模式

本报杭州 3 月 20 日讯 （记者
吴佳妮 通讯员 范杨） 为惠及民生、
提效服务，20日起，《杭州市交通运
输局等 6部门关于发布惠民生优化
小客车其他指标若干政策措施（试
行）的通告》（下称《通告》）正式发布
并实施，其中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久摇
不中者、人才、多孩家庭等个人以及
重点企业，可直接申领杭州市小客车
指标。

《通告》增设“久摇不中（72次及以
上）”“人才专项”“多孩家庭”“重点企
业”四类小客车其他指标。

个人在三种情况下，可以直接拿浙
A蓝牌，包括：参加本市小客车增量指
标摇号累计达到72次及以上，且符合
本市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件的个人；凡
被认定为杭州市B、C、D、E、F类人才
且符合增量指标申请资格条件的个人
和被认定为本市A类人才的个人；以

及同一对夫妻至少一方具备杭州市小
客车增量指标申请资格，且符合条件的
二孩无车家庭，或是符合条件的三孩家
庭仅有1辆或无车的家庭。

此外，按杭州市推动总部经济高
质量发展有关政策规定认定的总部企
业，可以直接申领不超过“企业当年按
调控规定核定的增量指标申请编码
数”的“重点企业”类小客车其他指标；
按杭州市招商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
认定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也将能申
领总数不超过5个“重点企业”类指标。

记者了解到，3月20日晚调控信
息系统已同步维护升级，对已经提出增
量指标申请且符合“久摇不中”“人才专
项”类情形的个人直接配置指标。另
外，由于本次出台政策中的小客车指标
均为“其他指标”，因而指标有效期为6
个月，相应指标可用于“浙A区域号
牌”转为“浙A号牌”小客车。

杭州放宽限牌政策

符合条件可直接拿浙A蓝牌

3月20日，在杭州西湖街道龙井村，家家户户在门口摊晒青叶，炒制新茶，引来众多游客品茶。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炒新茶

融媒联连看

扫一扫 看视频

本报讯（记者 赵静 共享联盟·三门
陈玲玲）日前，记者走进三门青蟹研究
院繁育基地，只见培育池里，小泡泡咕
咕作响，一只只种蟹生龙活虎地爬来爬
去。当下，300余只种蟹进入抱卵关键
期，预计一周左右可实现大规模同步抱
卵，蟹苗年产量预计可达1000万只。

“我们已初步建立高质量抱卵蟹规模
化培育技术体系，种蟹抱卵率从30%提高
至70%，抱卵时间从一个月以上缩短至十

余天。”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博士吴清洋介
绍，这批三门原产地种蟹3月底进入幼苗
培育期，4月将迎来大量优质苗种上市。

作为浙江海水养殖第一大县，三门
县青蟹养殖面积达9万亩，被誉为中国
青蟹之乡。“优质苗种稀缺一直是制约
三门青蟹养殖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卡脖子难题。”三门县水产技术推广站
站长陈丽芝告诉记者，三门青蟹养殖大
多依靠外省野生苗，但野生苗受自然因

素影响较大，品质和产量都不稳定，此
外，还存在非繁殖季无苗可养的问题。

“想要提高出苗量，解决抱卵的同步
性问题是关键。”吴清洋直言。去年，三
门县联合宁波大学团队，在三门青蟹研
究院繁育基地探索保种促熟技术进行人
工育苗，在水质调控、生物饵料搭配与优
化以及盐度和光照程序化调控等方面接
连取得技术突破。经过试验，人工青蟹
苗成活率、品质等达到规模化繁育要

求。此外，相比野生苗，人工青蟹苗3个
月左右即可养殖一茬，除了冬季，其他时
间都能放苗养成，实现轮捕轮放。

一直以来，三门县高度重视青蟹产
业技术攻关工作，在良种选育、绿色养
殖、疫病防控等方面做好全链条式研究
与推广示范。“该技术的突破，使三门青
蟹优质种苗有望实现全季节规模化供
应，对提高青蟹池塘综合利用率、提高
亩均产量具有重大的意义。”陈丽芝说。

三门科技攻关破解优质蟹苗种稀缺难题

青蟹宝宝住进“育婴房”

本报记者（右一）加入韩埠村“温州一村人”拍摄剧组，和当地村民一起拍摄短视频《如此
采访》。 拍友 陈姝彤 摄


